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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大学生的从众心理及其教育

马 元 方

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特定环境和形式 ,

决定了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的互相影

响和渗透的必然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

的思想、行为有时是不由自主的,往往会受

到团体和其他成员等外来因素的作用。这种

作用,甚至会成为无形的压力。当其个体发

现自己的意愿、态度和行为与群体大多数人

相悖时,就会感到心理紧张,引 起苦闷和不

安。由此,迫使自已在认识上和行动上改变

自己的初衷,而与大多数成员趋于一致。心

理学把这种现象叫做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既然是大学生群体中的一种心

理状态,那么,对它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认

识,搞清它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态,并在

实际的工作中对之加以正确的引导,这对于

我们加强学生工作的针刈
·
性,提 高 工 作 效

益,无疑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 大学生从众心理产生的主客观因素

1。 客观 (外在 )因 素的影响

外界压力会促进个体从众。比如,某大

学中文系一个年级的女生,要求将她们的住

房从底楼调到楼上。由于学校的准各工作还

未成熟,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于是,一
小部分同学在寝室的门上贴了

“
我们不住地

狱
”
, “

争取我们生存的权利
”

等小标语 ,

并策划第二天集体罢课。当时,一部分同学

虽然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但没有∵人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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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或向老师报告,怕被视为
“
叛徒

”
,今

后受到冷遇和孤立。结果全年级八十多名女

生,第二天竟无一人去上课。

在外界情况不明,把握不大的场合下 ,

从众行为亦时有发生。1986年 底的学潮,大
都含有这种因素。部分学生对纷至而来的消

息传闻真假难辨,加上少数偏激者的演说、

鼓动,于是便发生了上街游行这样的偏激从

众行动。

在学校团体中,如果赞成某一观点的人

越多,或是采取某一行动的人越多,那么这

个团体所产生的压力就越大,团体中的成员

产生从众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团体吸引力的大小,学生个体对团体的

依恋性,团体内部的团结等,都会影响学生

个体的从众行为。一个团体,如果能满足个

体的愿望和要求,对个体就有 很 大 的吸 引

力。如果团体内部的成员之间是 相 互 团 结

的,气氛是融洽的,或个体对团 体 表 示 依

恋,那么,个体也容易产生从众行为。

大学生总是喜欢选择条件相近的人作为

自己行为的参照系。如果在团体中,与 自己

条件类似的成员大都采 Jt’一致的行为表现 ,

对个体来说就是一种压力,个体就会作出相

应的反应,表现出从众的行为。

大学生所在的群体,在一个更大的群体

(如学校、社会 冫范围内,又只是其中的一

环。这种小群体的从众行为,如果得到更大



范围的赞同和支持,就会更加扩张、更加激

烈,更难于把握和控制。相攴,一些人的反

从众行为,又是淡化和抵消从 众行 为 的 一

个因素。当个体感到社会压力很六时,只要

得到一个或几个人对自己的赞同和支持,就

会大大减小压力感,他的从众行为也会随之

减少。

2。 个体自身 (内在 )因 素的影响

在个体的心理发展 方 面,如 需 要、情

绪、智力、 自尊心等,都会影响大学生的从

众行为。

有些学生特别注重社会、组织、老师以

及同学对 自己的评价,有些学生对此则抱无

所谓的态度。这是由于对待评价的需要态度

的不同而产生的。这两种不同情况的学土,

前者容易从众,后者则不易。

一个人的情绪特征也与从众有关.对社

会舆论特别敏感、忧心忡忡的人,容 易产生

从众。只要他一旦感到社会舆论对自己产生

压力,马上就会作出行为反 应。而 倩绪 激

烈,好冲动的人,同样容易从众。
·

大学生本人智力水平的高低, 自信心的

强弱,也 与从众心理有关。一般说来,智力水

平较高的人,其 自信心强;智力 水 平 低 的

人,则 自信心弱。反映在行为上,前者不易

从众,后者则相反。

个人的社会态度与价值观,也直接影响

从众。服从权威,安分守己,墨守成规者 ,

容易从众。而明辨是非,坚持原则,有强烈

责任感者,是不会盲目从众的。

二、大学生从众的类型及其表现形态

考察大学生的从众行为,便可以发现,

他们的从众有表面与内心两个反应层面。表

面表现为从众或不从众,内心则表现为容纳

或拒绝。并且,这两个层面不是任何时陕都

∵致的。按这两个艾应层面的一致与否,大

体可将大学生的从众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表里皆从

这是表里一致的从众。这类情况多数是

在事物的性质不太明朗,一时难以辨别,个

体受别人暗示而产生错觉,或依据已有的经

验认为多数人提供的消息是可靠的,多数人

的判断是正确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

是大学生的特点所决定的。大学生比一般青

年具有更强烈的自我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他

们处处力争以自己的见解、态度和行为去面

对、影响和参与社会生活的独立意向。他们

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建设、党风社会风

气等问题十‘分关注。他们信息来 源 十 分 广

泛;加之生活空间的高度集中,使得这些信

息得以迅速传递。由于他们的知识构成和社

会经验的限制,又不能全面地分析和认识复

杂的社会现象,对接受到的信息难辨真伪。

加之大学这个青春生命云集的小社会,为大

学生情感的交融创造了最佳环境。所以,只

要个体认为群体的行为代表了自己的期望、

需要、信念和价值观,就会放弃自已的意见

和态度,内心从众,行为也从众。并会在群

体活动中,成为积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
ˉ
。女

'亠

l、 里不从

这种从众也称服从,是表里不一的。应

当注意的是,它不 同 于
“
虚 伪

”
和

“
两 面

派
”

。

表从里不从有多种情况:有些学生顾全

大局,为维持整体的统一,而在内心保留自

己的意见,在行动上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

这正是这些学生思想素质好,有品德修养的

表现。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学生出于个人利

害关系考虑的表面权宜性从众。即个人虽有

正确的意见,但怕别入讽剌自已出风头,标

新立异,怕遭到围攻和打击,于 是 迫 于 压

力,违心地在行为上从众。再一种情况是 ,

迫于正确的行为规范和舆论庄力,不得已而

从众。

3,里从表不从



处于青年期的太学生,具有比其他年龄

发展阶段的人更明显的对同龄人的相属和依

恋感。由于大学生生活空问的高度集中,再
加之他们的社会角色地位、文化素养、心理

特征、价值观念及情感体验诸方面的极大相

似,因 而这种相属和依恋感就越发浓厚,突

出地表现为对同龄人行为的认同 感 和 归 宿

感。但有时个体出于一些特殊的考虑,如 自

己的身份、地位等,虽然内心赞同多数人的

意见,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同情和理解,却不

会在行动上表现出与团体步调一致的从众行

为。

三、将太学生的从众心理积极导向,便

其克服苜目性,臧少负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都

具有它正反的两个方面。从众心 理 同样 如

此。大学生无论从众还是不从众,部具有积

极和消极的两重性。因此,就从 众 本 身 而

言,并无所谓好坏之分,但是,从众行为一

旦发生,其结果就一定有好坏之别了。我们

之所以在此对大学生的从众心理从理论上、

实践上作一番探讨,其 目的在于辉决如何对

大学生从众心理进行正确的导向,使其产生

积极的作用,减少或克服消极的影 r向 。

我们知道,大学生心理的发展,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所谓环境,

大而言之,泛指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我们

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大学生学习和生活所

处的集体环境对他们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和作

用。

大学生处在集体当中,必然要受到集体

的舆论、规范、人际关系的影响,从 而自觉

或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的行为。因为,作为个

体,只有顺从和遵守集体的舆论和规范,才

可能为集体所认可;否则,就不被集体所承

认,甚至被集体所摒弃。集体可使其成员的

行为标准化。集体中大多数人赞同的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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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标准,都会产生明显的或隐蔽的压力,

对个体的行为发生影响和作用,使个体或多

或少地改变着自己的价值系统。 ∷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培荞良好 的 集 体 风

气,形成正确的、强有力的集体 舆 论 和 规

范,形成集体内团结和谐白1人 际 关 系。为

此,应当充分发挥学生党团组织、学生会等

组织的积极性,增强其活力。使集体具有一

股无形的感召力和内趋力,为大学生个体的

发展提供良好的心理环境,使位们汩行为与

时代合拍,与集体一致。

大学生的从众行为,是与个丿、出1需求和

目标有密切联系的。他们反对学生工作中的

唱高调和空淡,反对生硬的灌输。只有实实

在在的、同自己的需求和目标一致的东西 ,

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强烈的动机。因而,

我们必须加强工作的针对性,有的放矢,树
立起大家愿从的

“
众

”
,从而把个体的从众

心理导向整体一致的目标。

当代大学生,十分关注我国 的 改革 前

途,并且迫切希望自己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

才,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体现白己的价值 ,

赢得社会和别人的承认和尊重。我们应当充

分抓住这一热点,促使他们把祖国的需要、

时代的需要,内 化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成为

自已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内动力。在实际工作

中,我们应根据学生的需要,分不同时期,

为之设立短期目标。这种目标应是实在的,

是大多数学生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可以达到

的。这样,他们就会在行动上自觉地去努力

实现它。通过这些形式,可使学生逐渐认识

到,自 己努力追求,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不

是渺茫的,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是可以实现

的。

从众心理告诉我们,群体气氛对个体从

众有巨大的作用。大学生因为内分泌系统的

成熟,增强了中枢神经的兴奋性,在情绪体

验方面显得十分强烈。由于他们的心理发展



处于正在走向成熟而又未宄全成熟的时期 ,

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还比较洋弱,囚此,他
们的惰绪往往会受到不良行为的影响。一些

学校所发生的损坏公物、打架斗殴、罢课示

威等行为,往往是从授少聂学生蔓延到一群

学生。这枕是在特定 f勺 群汴气汞作用下,偏
激情绪自1相 互感染,彼业影r烹 ∷结果。这种

情绪一旦进入高潮,一切纪沣、法规部被抛

到九霄云外。这种受偏激倩绪影t∶∶∶不良从

众行为,会给社会带来极为严重 j∶ L于 果氵

然而,从另一个侧面看,大学生这种强

烈的情感,往往叉会使他们耜互惠乓,∶÷:发

起他们具大的潜在力量。老山将±们可歌可

泣的英雄事迹,曾使太学生们的心灵发生过

多么强烈的震颤和共鸣:进而引起他l]寸 '`

生意义、人生价值的重新理解和思索。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
许多 孩 子 ∶1行

为,在我们成年看来,是应受斥责的,但往

往能唤起他们心灵的高尚激情。如果你没有

理解,没有发现这些激情,你就可能熄灭'`

类高尚行为的微弱而刚露倪端的星星之火。
”

我们应该十分注意爱惜和保护学生炽热奔方t

的激情,充分加以诱导和利用,并努力培齐

他们的高级情感 (即道德感、美感、理智忠

等 ),使他们自觉地运用这些情感来约束和

规范自己△行为,对工作和学习保持高涨

'热情,对 自己的事业抱以坚定的信心和挚芋

的追求。总之,要竭力造成一种积极、热烈、

蓬勃向上的集体气氛,促迸大学生在情绪马E

使下的积极从众。

应当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学生工阼

的对象是全体学生,而学生中必然有先进、

落后和中间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之分,而且÷

间层次是占大多数的。在工作中,我们注意

抓好先进典型∴t带头作用这固然很重要,但
中间层次的状况如何在很太程度上决定一个

集体风气的好坏。中间层次的学生,处于不

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游离于先进与落后之

间。他们突出的特点,就是从众。在-个集体

中,先进与落后这两股势力都在同时作用于

中间层,谁的影响和压力大,申 间层就会倾

向谁。我们必须把提高中间层的思想素质作

为工作的申心点,促使他们从先进之众,向
先进位移。这样,既可以壮大先进队伍,又
使先进部分有更多的知音,有更自由发展的

环境,真正起到带头作用。否则,会使先进

受到讽剌打击,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

大学生从众心理的形成,还在于不少学

生不注意自已的独立意识和个性 特 征 的 培

养,缺乏自信心。他们虽然不愿跟在别人后

面亦步亦趋,但又因缺乏自信雨强化了依赖

性。由于他们对客观社会实际了解甚少,当
其面临不熟悉的错综复杂的情境时,就无法

判断,感到心中无数,束手无策。为此,我
们必须重视引导大学生加强马列主义基础理

论河学习,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提高他们

认识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使他们逐渐树立起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增强

缝们思想上的免疫力。培养他们独立而稳定

Ⅱ1意志品质和心理特征,增强自信心,从而

减少盲目的从众,使其行为更有自觉性。

近凡J年来,大学生中反映出来的许多不

良从众行为,究其产生的根源,除了前面已

例举的各种因素外,应该承认,不少时候是

由于学校和各级组织工作上的疏忽或失误,

淡得这种
“
可能性

”
变成了

“
现实性

”
。长

期以来,我们有的组织和部门办事效率的过

于低下,造成学生的不满,甚至引起公愤 ,

以致使学生形成了只有
“
闹

”
才能解决问题

的概念。因此,我们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

同时,应切实注意关心和解决学生的实际困

难,尽可能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受客观条

件所限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如实地向广大

学生讲清楚,求得他们的理解和配合。实践

证明,只要我们充分发扬民主,畅通民主渠

(下转第28页 )



能用观察到的数量关系来阐明自然规律t宋应星所能达到的仅是一些个刖的、特殊的经验知

识。例如,他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品种的许多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

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变异的情况,断定可以通过人工的努力改

变动植物的磊种特性,指出
“
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

” (《 天工开物·乃粒》)、

“
将早雄配晚者,幻 出嘉种

” (《 天工开物·乃服》)。 宋应星关于动植物种性变异的 思想,

在科学史上是一个卓越的见解,但又丝毫没有超出分类学的经验知识的水平。西方物种不变

论在十八世纪中叶才受到怀疑和批判,但所导致的是生物进化理论体系的产生。这说明,中

国古代传统科学思想受中国传统哲学所提供的有机自然观思维方式的束缚,不能挣脱自然哲

学的桎梏,因 而形成了经验和理论的两极对立。自然哲学好像一个
“
黑箱

”
,能够容纳和吞

并无限多的经验材料,使中国传统科学带有封闭的辨同异的
“
分类知识

”
的性质,其葺接揭

示自然规律的独立理论体系和数学构漳未能从自然哲学理论体系中分化出来。近代自然科学

中的粒子论、因果论、机械论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科哮家的思维模式之外,对象不能获得孤立

化、理想化的研究和描述,经验知识茸接被自然观的体系所容纳了。西方的原子论具有间断

性特质,不同的原子是彼此排外的,而气本论强调的是单一的连续性。宋应星虽然认为和气

不可分割的
“
尘
”

有间断性,但这是作为一种外在条件性出现的,因 而仍然不能突破气自身

具有的单一连续性的有机自然观的藩篱。然而,我们述是可以从宋应星的技术哲 学 理论所

中,窥见到向近代化转变的胚芽、因素和趋向。

注 :

宋应星在《明史 》中未列传:《 天工开物 》刊行不久在国内即失传。 《四库全书》未收此书, 只是在

《古今图书集成 》中保存着一部分,但在海外却广为流传j深受推崇。从十七世纪传到日本至今, 已被译

成法文、英文、德文、日文、俄文等多种文宇。李约瑟在其名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称宋应星 为中国的

“
阿格里申柯拉

”
、

“
技术的百科全书家

”
。《论气》等四种宋氏原著,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才发现, 对宋

应星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从这时起,方为思想史界所注视。

(上接笫69页 )

逍,增加学校决策和工作的透明度,重视学

校、社会与学生之间坦诚的心理交流,使他

们的不满情绪得以不断释放,就既可以避免

由于不满情绪长期积蓄从而造成的总爆发,

还可以将学生的
“
正义感″和参与意识转化

为对学校和社会事业负责的态度。目前,不

少高校采用的
“
新闻发布会∷,领导与学生

开展
“
对话

”
P加强宣传和信息网络等,都

不失为学生工作的有效形式,得到了广大学

生的欢迎和配合。应该对此加以认真的总结

和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畅通民主渠道也好,注

意解决实际困难也好,这些都不能代替加强

学校的校规和严明法纪。因为,个别学生的

不良行为,有时是明知故犯的。对这些人给

予校规和法纪的强制和处理,同样是克服消

极从众心理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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